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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增速继续下滑 

原材料价格略有下降 

           
10月份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稳定，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，内需稳定增长，但外

部环境动荡，恶化的可能性增大，出口增长速度继续下滑，原材料价格略有下降。面对经

济中的不稳定因素，宏观调控政策的微调已经开始，但房市的调控没有放松，中央坚定地

把房价下调列为调控目标。 

   

10月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

增长13.2%，增速正好是今年以

来各月最低的，比三季度低0.6

个百分点，但消除季节因素后的环比增长率并

不低，特别是从整体走势看，增速自去年下半

年以来相当稳定，一直在一个很小区间内波

动，9月份的增速尚未脱离这一波动区间。受

出口增长速度下滑和房市趋冷的影响，工业产

出增长速度仍有一定下滑的风险，但只要适当

地扩大投资就可以消除这一风险。 

有色金属产品增速直线回落。10月份，十

种有色金属产品产量同比仅增长3.7%，增速比

三季度大幅回落9.4个百分点。原因在于有色

金属价格下降，8月份以来连降3个月，大约下

降6%多。不过，有色金属行业在近几年波动很

快，2008年以来已有两次大幅波动，因此大幅

下降以后或许又会是大幅上升。 

 

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在7月份

达到峰值 6.5%后持续回落，8月

为 6.2%、9 月为 6.1%，10 月为

5.5%，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下行曲线，估计 11

月份将降至 5%以内，但此后的回调速度会趋

缓。对于消费价格的走势，虽然涨幅的回调趋

势已经确立，但仍不可过分乐观，不仅涨幅过

高的状况远未消除，并且价格也没有停止上

涨，消除季节因素后的 9、10 月份环比涨幅都

超过 0.3%，食品价格上涨依然较快，9、10 月

份的环比上涨仍达 1.4%和 0.7%。若调控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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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现在开始就改变方向，或者国际市场价格走

势出现逆转，那么消费价格走势就会出现反

复。 

 

10 月份，工业购进价格同比上涨

8%，涨幅比上月回落2个百分点，

回落速度很快，价格水平自 5月

以来一直在下降，已持续 6个月，大约下降了

3%。按此趋势演变，工业购进价格的同比涨幅

将急转直下，12 月份的同比涨幅将降至 2%以

下，明年 1月份则会出现同比下降。其中有色

金属价格回落最快，10 月份同比上涨 7%，涨

幅比上月回落 7.7 个百分点，当月环比下降

3.3%，自 4月份以来仅有 7月份出现过价格反

弹，其余月份均为下降，10月比3月下降7.1%。 

原材料价格下降主要是受国际市场价格

变动的影响，有利于下一阶段消费价格涨幅的

回落，但原材料价格变动很快，一旦国际经济

形势好转，会在短时间内由下跌转为快速上

涨。 

    工业出厂价格的走势与购进价格相近，10

月份同比上涨 5%，涨幅比上月回落 1.5 个百

分点，当月环比下降 0.6%。 

 

10 月，外部环境动荡和本币升

值等因素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

响进一步显现，当月出口增速继

续下滑，同比增长 15.9%，增速比三季度降

低 4.6 个百分点。虽然出口的目前增长速度

还不算太低，但下滑速度颇快，按目前的趋

势外推，下个月将降至 10%以内，明年一季

度则会出现负增长。面对这种状况，虽然从

长期看是有利的，可以促使我们逐步摆脱经

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，但为了不在短期内出

现增长速度大幅下滑，调控措施要作出恰当

应对。 

对欧美日传统市场的出口增速较慢，对

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强劲。前 10个月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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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出口增长 16.3%，对美国增长 14.6%，对

日本增长 24%，对东盟增长 23.7%，对澳大利

亚、巴西、俄罗斯和南非分别增长 27%、

34.5%、34.3%和 25.4%。 

10 月份，进口的状况要比出口强很多，

同比增长 28.7%，扣除上年同期基数偏低因

素后的增速仍接近 20%，但走势也是下滑的，

主要是受加工贸易进口下滑的拖累。10 月

份，加工贸易进口同比仅增长 8.7%，消除季

节因素后的规模明显低于今年一季度的水

平。而一般贸易进口的增长仍很强劲，10月

份同比增长 39.8%，不仅增长很快，并且近

几个月的增速也是上升的。一般贸易进口的

强劲增长与人民币升值和鼓励进口等因素有

关，同时也表明内需的总体状况较好。 

    

10 月份，中央明确提出宏观经济

政策要进行适度微调，货币政策

有了一定的反映，各层次货币供

应量增长速度没有延续之前的快速回落走势，

M1 同比增长 8.4%，仅比上月末低 0.5 个百分

点，M2同比增长 12.9%，增速与上月相当。金

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增速也趋于稳定，同

比增长 15.8%，与上月几乎无差异。 

    当前金融运行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存款

增量有明显的缩小，7月以来均远低于上年同

期水平，4 个月的增量仅为 5700 多亿元，不

到上年同期的 1/5。这种状况可能一方面表明

有更多的资金投向直接融资渠道，另一方面也

可能是因为有很多资金开始在正规金融体系

之外循环。 

 

10 月份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

增长 17.2%，今年以来的各月增速

相当稳定。1-10 月份，不包括农

户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4.9%，增速与上

月持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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